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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张 亚 蓓）为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综合运输
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交通运输部
制定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
发展规划》（简称《规划》）。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
物流圈”加快构建，多层次、高品质
的旅客出行服务系统和全链条、一
体化的货运物流服务系统基本建
立，运输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显著提升，服务支撑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根据《规划》，“十四五”时期，旅
客出行需求将稳步增长，高品质、多
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不断增强；货运
需求稳中有升，高价值、小批量、时
效强的需求快速增加。预计 2021年
至 2025 年，全社会货运量年均增长
2.3%，快递业务量年均增长 15.4%，
公路货运量增速放缓，铁路、民航货
运量增速加快，水路货运量稳中有
升，电商快递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十四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
聚焦 10 大主要任务：构建协同融合
的综合运输一体化服务系统，构建

快速便捷的城乡客运服务系统，构
建舒适顺畅的城市出行服务系统，
构建集约高效的货运与物流服务系
统，构建安全畅通的国际物流供应
链服务系统，打造清洁低碳的绿色
运输服务体系，打造数字智能的智
慧运输服务体系，打造保障有力的
安全应急服务体系，打造统一开放
的运输服务市场体系，打造精良专
业的从业人员保障体系。

《规划》提出，加快优化调整运
输结构。持续推动大宗货物和中长
途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大

力发展内河集装箱运输、江海（河
海）直达运输，提高航运枢纽水水中
转比例；全面加快集疏港铁路建设，
具备条件的沿海及内河主要港口的
重点港区基本接入集疏港铁路；严
格落实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相关规
定，完善港口收费政策。加快推动
运游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开发都市
水上游、运河文化游、海岛风光游，
推出一批水上文化旅游示范航线；
有序发展沿海水上旅游客运；研发
长江游轮运输标准船型，支持国产
中大型邮轮研发设计建造。

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印发
聚焦10项主要任务

推进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和提
质增效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的本质要求与根本目的。为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新时代综
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交
通运输部制定印发了《综合运输服
务“十四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一
段时期综合运输服务发展的目标
任务和推进路径进行了全面部署。

一、综合运输服务“十
三五”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十三五”时期，我国综合运输
服务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水平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 年，完成全社会营业性客
运量 96.7 亿人、营业性货运量 464.4
亿吨。旅客出行服务更加便捷舒
适，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
达 AAA 级及以上的区县比例超过
94％，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
客车率达 100％，公共交通位居全
国 公 共 服 务 质 量 满 意 度 排 名 前
列。运输结构不断优化，铁路货物

发送量、水路货运量显著增长，“十
三五”期间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
增长 23.8％。技术装备加快创新升
级，高速铁路、重载铁路技术日渐
成熟，营运车辆自动紧急制动、智
能视频监控报警快速推广，新能源
营运车辆保有量是“十三五”初期
的 8 倍，C919 大型客机成功试飞。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运输服务
与旅游加速融合，基本实现 4A 级及
以上景区旅游客运线路全覆盖。
运输服务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电
子客票加快普及，75 家网约车平台
公 司 数 据 接 入 监 管 服 务 平 台 。
12328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监 督 电 话 系
统、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
系统等为群众提供“一站式”便捷
服务。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

二、准确把握综合运输
服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
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
远，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制

度优势显著，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
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
定，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
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国际国内新形势对综合运输服
务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
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进一步推动运输服务行业高
质量发展。围绕全面推进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进一步促进运输服
务一体化和均等化发展；围绕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进一步推动运输服
务绿色低碳发展；围绕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推动运输服
务安全稳定发展；围绕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推动
运输服务改革创新。

总体来看，“十四五”期，综合运
输服务的发展方式要更加注重质量
效益，组织模式更加注重一体融合，
发展动力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产业
形态更加注重新老业态融合，服务
产品更加注重需求牵引供给、供给
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服务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
撑。

三、科学谋划综合运输
服务“十四五”发展目标

《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
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为总目标，加快建设便
捷顺畅、经济高效、开放共享、绿色
智能、安全可靠的现代综合运输服
务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当好先行。

《规划》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人
民，一体融合、开放合作，深化改革、
优化环境，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安
全发展、绿色低碳的基本原则，提出
到 2025 年，“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
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加快构
建，多层次、高品质的旅客出行服务
系统和全链条、一体化的货运物流
服务系统基本建立，运输服务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著提升，
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
增强。（下转第 2 版）

□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汪洋

擘画擘画““十四五十四五””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解读《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

11月 16日，贵阳港开阳港区北上长江首航仪
式举行，14 艘货船运载着 6800 吨磷矿石从开阳
港区洛旺河码头出发，3天航程里将途径瓮安、余
庆、思南、沿河后直奔重庆涪陵进入长江，随后磷
矿石在涪陵转乘大吨位船舶，经长江一路下行抵
达安徽芜湖港。

乌江是长江八大支流之一，也是贵州第一大
河，自古以来就是贵州联通外界的航运要道，因其
流量充沛、流态稳定，素有“黄金水道”之美誉，其
也曾因历史和自然因素断航。此次 14 艘货船从
开阳港出发，是乌江复航后开启的首次大规模全
线航运，象征着贵州省乌江水运奏响复兴之歌。

黔渝联手打通“断点”

发源于乌蒙山东麓的乌江，是长江右岸最大
的一级支流，全长 1037 公里。其中，贵州境内长
802公里，是贵州第一大江，也是贵州融入长江经
济带便捷的走廊之一。

乌江天然落差 2100多米，是我国水能资源的一
大富矿。为开发水能资源，乌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
建设 12个大中型水电枢纽，其中 9个在贵州境内，3
个在重庆境内。20世纪 90年代末，随着渝怀铁路
建成通车，以及乌江构皮滩、思林等水电枢纽建造
之初没有同步建设过船设施等因素，乌江干流航道
一度处于分段通航状态，“通江达海”被中断。

为打通乌江到长江的“黄金水道”，近年来，
贵州省和重庆市不遗余力推进乌江航道的建设
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2014 年初，贵州省启动水运建设三年会战；
2015年，乌江渡以下在建水电枢纽通航设施、构皮
滩翻坝运输系统工程建设完成；2016底，乌江贵州
段实现全线复航；2018年，构皮滩水电站通航设施
工程建成，乌江干流通道“最后一颗纽扣”被解开，
贵州“一船出省，北入长江”的梦想再度实现；2020
年 6月，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与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就乌江航道
通航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达成协议，标志着乌江水运发展进入新阶段。

为促进乌江航运全面复苏，今年 4月，乌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的
最后一座梯级——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的乌江白马航电枢纽主体工
程全面开工建设，预计于 2031 年完成三期全部工程。建成后，将渠
化乌江航道 45.3公里，航道等级由原来的Ⅴ级提升到Ⅳ级，500吨级
船舶可从贵阳的开阳码头依次通
过构皮滩、思林、沙沱、彭水、银
盘、白马等枢纽工程，直航涪陵进
入长江，将大大促进贵州省及重
庆市水路运输发展，同时也标志
着乌江干流开发治理基本完成。
（下转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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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乐章复兴的乐章——

交通强国新征程交通强国新征程

潮涌海宁，巨变 20年。昔日
公路颠簸，航道老旧，制约潮城
经济发展；今日公路联网，航道
纵横，推动海宁日新月异。造就
这一盛况的，正是海宁自 2001年
以来，将发展战略从“接沪融杭”
转至“融杭接沪”，在水运基础建
设等方面加大改造力度，推动城
市成为浙江接轨上海、融入长三
角的“桥头堡”。

11月 17日，记者来到海宁港
航，探寻“融杭接沪”的“秘密”。

“近年来，海宁港航启动航道提
档升级、港口码头改造等重大项
目建设，同时调结构、保安全、治
污染、提能力，攻坚克难、蝶变跃
升，用一项项瞩目成就点亮千年
运河两岸，谱写海宁水运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海宁市港航管理服
务中心主任施震立向记者介绍。

航道升级进行时

“融杭接沪”兴水运，“通江达
海”迎开放。“融杭接沪”战略体现

了海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雄心
壮志，也考验着海宁的水运能
力。然而，曾经的海宁航道等级
低、通航能力有限。直至 2017
年，海宁的航道里程长达 370 多
公里，等级却并不高，其中硖尖线
航道全长 24.97公里，8公里的尖
山段为六级航道，实际通航能力
不超过 300 吨级。如此，既严重
制约了辖区水运发展，也难以满
足海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为此，海宁港航在各级领导
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着眼全
局、寻找突破、精准发力，先后
对辛江塘、斜郭塘、洛塘河西段
等航道实施改造提升工程，并规
划“两横两纵一连”（杭海线、杭
平申线、硖尖线、京杭运河二通
道、辛江塘）的主干航道网。

2019 年，杭平申航道海宁首
条高等级航道（三级航道）通过交
工验收。2020年，京杭运河二通
道海宁段建设工程开工，标志着
海宁史上最大水运投资项目正式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下转第6版）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杨 柳
通讯员 马艳玲 于祥）11 月 18
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天津率先实现进出港船舶尾
气监测全覆盖”新闻发布会，天
津海事局联合天津市生态环境
局介绍天津市在船舶大气污染
防治监管方面的新成果。

据悉，天津海事局创新性
地构建了“陆海空天”一体化船
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模式，并
于 11月正式投入应用。至此，
天津船舶大气污染防治实现了
全方位、全天候的智能化监管，
成为国内首个实现进出港船舶
尾气监管全覆盖的城市。

天津“陆海空天”一体化船
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模式的应
用，弥补了人工现场对燃油抽
样检测时空间的单一性、时间
的局限性。该模式以岸基固定
式船舶尾气嗅探系统实现“陆
域”盯防，以海事巡逻船移动式
船舶尾气嗅探系统实现“海域”
监控，以无人机搭载嗅探设备
实现“空域”巡航，以船舶 AIS
定位信息实现“天域”跟踪。该
模式的全面投入应用实现了海
事对进出港船舶 100%的监管
覆盖，进一步深化船舶排放控
制区和全球限硫令监管力度，
巩固监管成果。

11 月 16日，南三岛大桥主桥南主塔封顶。南三岛大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全长562
米，横跨海运通道，主跨300米，可满足3000吨级海轮通航。

项目建成后，岛上居民出岛时间将节省约30分钟。 龙巍 张植凡/文 粤交集宣 张立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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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记者 张凌云 杨婧

万马奔腾海宁潮
——海宁水运迈入“融杭接沪”新时代

江苏成立国际航运物流一站式解纷中心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黄 理 慧
通讯员 南法萱）11 月 16 日，由
江苏省贸促会、南京海事法院、
江苏省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和江
苏船东协会共同设立的国际航
运物流一站式解纷中心在南京

正式成立。
解纷中心致力于为建设具有

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提供
优质的多元解纷服务，努力打造
全省涉外法律服务品牌和涉外海
事海商纠纷化解“优选地”。


